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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深厚的根底。
在私塾里读过《左传》，但别的经传便不能成诵了。
我没有跟从过名师，只有一位黄晦闻先生是我大学里的国文教师，他教的是古文，没有给我什么影响
。
但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乱看书，特别爱看古书。
像《古诗源》、《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一类的书，都看得很起劲。
记得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一位同学买到了一部刚刚出版的《古今文综》，厚厚的四套，我欣羡之极，
便向他借了来，日夜的看，并将其中有关“文学批评”，即论文的部分，辑了出来，钞成“论文辑要
”二册。
这二册至今还保存未失，可算是少年时代的可纪念的东西了。
这样地像盲人骑瞎马似的“无师自通”的研究，浪费了不少时间和力量。
在对于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尤为“独学无侣”。
那时，我在上海，这一类的书是图书馆所不收的，一部部都得自己搜集起来，因此便养成了喜欢买书
的习惯。
后来到了北京，遇见马隅卿诸先生，方知道从事于搜集小说戏曲的，在北京还不乏同道的人们。
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
但限于学力，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地探究过。
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
所以，过去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重新考虑，值得加以批判的。
一九三。
年以后所写的东西，比较地有些新的观点，像《元明之际文坛概观》、《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
特质》、《净与丑》等篇，虽然不免有些偏激，甚至有些“借题发挥”，但倾向是好的。
我曾经把这些论文，编成了五本集子：《中国文学论集》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佝偻集》出版于一九
三四年，《短剑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困学集》出版于一九四。
年。
还有一部《秋水集》，已经编好交给书店，但它始终不曾出版。
此外，没有收入这几个集子的文章也还有不少篇。
现在，把这五个集子里所收的，和在这五个集子以外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一共有八十多篇，编为
这个新的集子：《中国文学研究》，重行印出。
这个集子共分为六卷。
第一卷是古代文学研究，以有关《诗经》的论文为主，而附以《民族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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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作者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
言”。
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
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
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
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
然这二三十年问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
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
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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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上册　　绪论　　上卷 古代文学　　第二章 古代文学鸟瞰　　第二章 文字
的起源　　第三章 最古的记载　　第四章 诗经与楚辞　　第五章 先秦的散文　　第六章 秦与汉初文
化　　第七章 辞赋时代　　第八章 五言诗的产生　　第九章 汉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　　第十章 建安
时代　　第十一章 魏与西晋的诗人　　第十二章 玄谈与其反响　　中卷中世文学　　第十三章 中世
纪文学鸟瞰　　第十四章 南渡及宋的诗人们　　第十五章 佛教文学的输入　　第十六章 新乐府辞　
　第十七章 齐梁诗人　　第十八章 批评文学的发端　　第十九章 故事集与笑谈集　　第二十章 六朝
的辞赋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学　　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学　　第
二十四章 律诗的起来　　第二十五章 开元天宝时代　　第二十六章 杜甫　　第二十七章 韩愈与白居
易　　第二十八章 古文运动　　第二十九章 传奇文的兴起　　第三十章 李商隐与温庭筠　　第三十
一章 词的起来　　第三十二章 五代文学　　第三十三章 变文的出现　　第三十四章 西昆体及其反动
　　第三十五章 北宋词人 下册　　第三十六章 江西诗派　　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　　第三
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第三十九章 话本的产生　　第四十章 戏文的起来　　第四十一章 南宋词
人　　第四十二章 南宋诗人　　第四十三章 批评文学的复活　　第四十四章 南宋散文与语录　　第
四十五章 辽金文学　　第四十六章 杂剧的鼎盛　　第四十七章 戏文的进展　　第四十八章 讲史与英
雄传奇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们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诗词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戏曲作家们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进展　　第五十四章 批评文学的进展　　第
五十五章 拟古运动的发生    下卷 近代文学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　　第五十七章 昆腔的起来
　　第五十八章 沈璟与汤显祖　　第五十九章 南杂剧的出现　　第六十章 长篇小说的进展　　第六
十一章 拟古运动第二期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与竟陵派　　第六十三章 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　　第
六十四章 阮大铖与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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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他的整个政治学建筑在“贤人”政治之上，而尤以“教育”人民为主。
对于执政者的自身的忠、勤、正直，尤不惮三言四言之。
在当时。
这样的耿直的议论已非当世执政者所能容的了。
所以孔子栖栖皇皇的奔走于四方而一无所遇。
在早期，他还不十分热心从政。
或谓孔子日：“子奚不为政？
”子日：“书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奚其为为政。
”（《为政》）但渐渐的便觉得要救世便非从政不可。
“子日：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子路》）这是他的自信。
“子贡日：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子日：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贾者也。
”（《子罕》）他总想求在政治上一试，甚至“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
⋯⋯子日：夫召我者，而岂徒哉！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佛胖（晋大夫赵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召他，他又欲往。
他道：“不日坚乎，磨而不磷。
不日自乎，涅而不缁。
吾岂匏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食？
”（《阳货》）但他并不是一味“热中”于政治。
他是有所执着。
有所不为的。
他以宗周为第一义。
他是“圣之时者”，总是针对着当时的局面而发言的。
“颜渊问为邦，子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
殆。
”（《卫灵公》）他又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八佾》）他明白当时的大病在中央政府太软弱而地方的势力太大。
一方面国力消耗于内战，一方面外患之迫来，一天天的紧张，却无以抵御。
所以他处处主张宗周，主张维持传统的政治中心，主张维持古代的礼乐。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当他们三家（孟孙、叔孙、季孙）举行祭礼于彻祭物时，僭歌《周颂》里的《雍》，
孔子也大为不高兴，以为这是天子之乐，“奚取于三家之堂！
”又当陈成子弑简公（鲁哀公十四年）时，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日：“陈恒弑其君，请讨之。
”（《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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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研究(插图本)(套装上下册)》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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